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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5_B8_88_E8_c31_509077.htm 装卸是随着运输和储

存活动的进行而发生的一种辅助作业。因为运输可以产生空

间效应，储存可以产生时间效应，而装卸本身并不产生任何

价值。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流通过程中，要进行多次装卸，

因此，装卸的合理化对物流合理化是非常重要的。实现装卸

作业的机械化、集装化和散装化，是改善 装卸作业的主要途

径 第一节 装卸作业功能分析 一、装卸的概念 是指各种运输

工具，如汽车、铁路货车、船舶等装载商品的装卸和搬运，

或在仓库内保管商品的出入库，库内搬运，以及和上述有关

对商品进行处理的操作等而言。一般来说，可将装卸作业分

解为装卸、搬运、入库、出库、分拣和备运等项工作，以及

与这些作业有关的附属作业。"装卸"，是将商品装入运输工

具，或从运输工具上卸下的总称。对于集装箱而言，也可把

物品装入集装箱称为装箱，而把从集装箱内取出物品叫拆箱

。"搬运"，是指在比较短的距离内将物品移动。"装卸"与 "搬

运"的主要区别是："装卸"是指在商品空间上发生的以垂直方

向为主的位移，而"搬运"则是指商品在区域内所发生的短距

离，以水平方向为主的位移。由于商品在空间上发生绝对 的

位移或发生绝对的水平位移的情况是不多的，多数情况则是

两者的复合运动，有时以垂直位移为主即"装卸"，有时以水

平位移为主即"搬运"."入库"，是指将物品移至保管设施的固定

设备所指定的场所，按规定的位置和形态，准码商品的作业

。"出库"，是从保管地点，将物品取出。"分拣"，是按物品的



种类l发送方向和顾客需求，将物品分类。"备运"，是指为出

库的物品做好准备，使之能立即装于运输工具的作业。 商品

的装卸贯穿于商品实体运动的全过程。无论是商品的运输、

储存、保管，还是商品的配送、包装俄流通加工都伴随着装

卸作业。在整个物流活动中，装卸搬运所占的比重很大。 因

此，装卸效率的高低、装卸质量的好坏、装卸成本的大小，

都与整个物流活动关系密切。可以说，装卸合理化也是物流

合理 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改善装卸作业是加速车船周转、加

快商品运达速度，减少资金占用，简化包装、减少货损的重

要手段，对提高物流总体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二、装卸的种

类 （一）按商品形态的种类分 1、按设施分 （1）自用物流设

施装卸在工厂、自用仓库、配送中心等商品的发货、进货设

施场所中装卸搬运。 （2）公用物流设施装卸是在车站、港

口、机场、仓库的装卸，分别叫车站装卸、港湾装卸、航空

港装卸，仓库装卸等。 2、按运输设备分类分：卡车装卸、

货车装卸、船装卸、飞机装卸等。 3、按商品形态分 （1）单

个物品装卸 是以箱、袋等包装形态名称的商品装卸或者是长

、大、笨、重商品的装卸。 （2）集装商品装卸 是为了装卸

托盘、集装箱等集装商品而使用的设备名或冠以集合包装等

名称的装卸。 （3）散装商品装卸 即对块状、粒状、粉末状

或液体等物品直接向运输设备、商品装运设备或储存设备的

装取与出入库的装卸。 4、按装卸机械分：传送带装卸、吊

车装卸、叉车装卸、各种装载机装卸等。 （二）按装卸作业

的种类分 装卸可分为与运输设备对应的"装进、卸下装卸"和

与储存保管设施的"入库、出库装卸"两大类。而这两类装卸

分别伴随有商品的"堆码、拆垛"、"分拣、配货"、"搬送、移



送"三类基本的装卸作业，这些作业由于动作和装卸机械的不

同，随之出现了不同的作业方法。 1、堆放作业 是把商品从

预先放置的场所，移动到卡车之类的商品运输设备或仓库之

类固定的设备的指定位置，再按要求的位置和形态放置商品

的作业。 2、拆垛作业 是堆垛作业的逆向作业。 3、分拣作业

是在堆垛、拆垛作业的前后或在配送作业之前发生的作业，

把商品按品种、出入先后、货流分类（分拣分类），再分别

放到规定位置的作业。 4、配货作业 是向卡车等运输设备装

货作业前和从仓库等保管设施出库装卸前发生的作业，是把

商品从所定的位置，按品种、下一步作业种类、发货对象分

类（配货分类）所进行的拆垛、堆放作业。这一作业又分成

把分拣作业拣出的，按规定分类集中起来的作业和以一定批

量移动到一端的分拣场所，分别送到指定位置的作业两类。

5、搬送作业 是为了进行上述各项作业而发生的、以这些作

业为主要目的的移动作业。搬送包括水平、重直、料行报送

以及几种组合的搬送。 6、移送作业 是用传送带对商品进行

运送的作业。 三、装卸作业特点 1、作业对象复杂。在物流

过程中的商品品种繁多，其形态、形状、体积、重量、性质

、包装等各不相同，而且车辆的类型、托运方式也各不相同

。因此，在选用装卸设备、作业方式时都必须适应商品品种

多变的特点。 2、作业不均衡。商品运输的到发时间不定，

且批量大小不等，而且各运输仓储部门收发商品的时间经常

变化，因而造成装卸作业在时间上不连续，在作业量上表现

为时忙时闲。因此，必须加强货运、中转、储存、装卸之间

的协调配合，提高装卸机械的使用效率。 3、作业地点分散

。在物流过程中，各车站、码头，各物流中心、仓库等都可



能发生装卸作业，这给装卸机械化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合

理组织物流，尽量使装卸机械集中化，才能充分利用装卸机

械。 4、作业时间要求。为了使物流顺利进行，各环节的装

卸作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四、决定装卸方法的条件 

（一）外部条件 1、商品：每一装卸对象的商品包装形状、

装卸单位的重量、装卸单位的尺寸。 2、装卸作业种类：堆

装、拆装、分拣、配货、搬送、移送。 3、数量：每一作业

种类的数量、每单位时间的数量、每批 的数量。 4、装运设

备：装运设备构造、装运能力、装运设备尺寸。 5、运输保

管设施：设施配置、设施规模、设施尺寸。 （二）内部条件 l

、商品状态：指装卸作业前后包装形态、放置方法等商品状

态的变化。 2、作业动作：包括作业动作的种类、单位动作

的组合及其变化（指一系列装卸作业，可以分解成一个单位

的装卸动作）。 3、装卸机械：包括机械动作的种类、机种

、能力、尺寸、使用条件、配套机具、机械的组合等。 4、

工作：包括人员、时间、负荷、密度、技能等。 五、装卸原

则 （一）尽量不进行装卸 前面已经讲过，装卸作业本身并不

产生价值。但是，如果进行了不适当的装卸作业，就可能造

成商品的破损，或使商品受到污染。因此，尽力排除无意义

的作业，是理所当然的。尽量减少装卸次数，以及尽可能地

缩短搬运距离等，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为装卸作业不

仅要花费人力和物力，增加费用，还会使流通速度放慢。如

果多增加一次装卸，费用也就相应地增加一次，同时还增加

了商品污损、破坏、丢失、消耗的机会。因此，装卸作业的

经济原则就是"不进行装卸".所以，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减少装

卸次数、缩短移动商品的距离的问题。 （二）装卸的连续性 



是指两处以上的装卸作业要配合好。进行装卸作业时，为了

不使连续的各种作业中途停顿，而能协调地进行，整理其作

业流程是很必要的。因此，进行"流程分析"，对商品的流动

进行分析，使经常相关的作业配合在一起，也是很必要的。

如把商品装到汽车或铁路货车上，或把商品送往仓库进行保

管时，应当考虑合理取卸，或出库的方便。所以某一次的装

卸作业，某一个装卸动作，有必要考虑下一步的装卸而有计

划地进行。要使一系列的装卸作业顺利地进行，作业动作的

顺序、作业动作的组合或装卸机械的选择及运用是很重要的

。 （三）减轻人力装卸 就是把人的体力劳动改为机械化劳动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非依靠人力不可时，尽可能不要让搬

运距离太远。关于"减轻人力装卸"问题，主要是在减轻体力

劳动、缩短劳动时间、防止成本上升、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

推进省力化、自动化。 （四）提高"搬运灵活性" 物流过程中

，常须将暂时存放的物品，再次搬运。从便于经常发生的搬

运作业考虑，物品的堆放方法是很重要的，这种使于移动的

程度，被称之为"搬运灵活性".衡量商品堆存形态的"搬运灵活

性"，用灵活性指数表示。一般将灵活性指数分为五个等级，

即：散堆于地面上为o级；装入箱内为1级；装在货盘或垫板

上为2级；装在车台上为3级；装在输送带上为4级。 （五）把

商品整理为一定单位 就是把商品汇集成一定单位数量，然后

再进行装卸，即可避免损坏、消耗、丢失、又容易查点数量

，而且最大的优点在于使装卸、搬运的单位加大，使机械装

卸成为可能，以及使装卸、搬运的灵活性好等。这种方式是

把商品装在托盘、集装箱和搬运器具中原封不动地装卸、搬

运，进行输送、保管。 （六）从物流整体的角度去考虑 在整



个物流过程中，要从运输、储存、保管、包装与装卸的关系

来考虑。装卸要适合运输、储存保管的规模，即装卸要起着

支持并提高运输、储存保管能力、效率的作用，而不是起阻

碍的作用。对于商品的包装来说也是一样的，过去是以装卸

为前提进行的"包装，要运进许多不必要的包装材料，现在采

用集合包装，不仅可以减少包装材料，同时也省去了许多徒

劳的运输。"#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